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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五”国家重点出版物规划项目

滇西边境县研究书系 ■ 泸水县



《滇西边境县研究书系》出版说明

党的十八大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了新的战略部署。紧接着，中央召开扶贫

工作会议，并印发了《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在全国范围内确

定了 14 个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作为未来十年扶贫攻坚的主战场，予以重点帮扶，

并确定了一个部委定点联系一个片区的工作机制。同时强调全党全社会要深刻认识

扶贫开发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增强做好扶贫开发工作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以更

大的决心、更强的力度、更有效的举措，扎扎实实地做好扶贫开发各项工作，确保

2020 年全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

滇西边境山区是全国 14 个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之一。该区域国土面积 20.9

万平方千米，包括云南省保山市、丽江市、普洱市、临沧市、楚雄彝族自治州、红

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大理白族自治州、德宏傣族景颇族自

治州和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等 10 州市的集中连片 61 个特殊困难县市区。滇西边境山

区与越南、老挝、缅甸三国接壤，区域内居住着多个特有少数民族和跨境民族，是

我国民族文化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是长江、澜沧江、怒江水源保护地和我国重要

的生态功能区，也是中国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的前言，地位极为特殊十

分重要。片区内包含 48 个民族区域自治县、22 个边境县、45 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

重点县，集贫困、边疆、民族、山区为一体，贫困面大、贫困人口多、贫困程度深，

是国家新一轮扶贫开发攻坚战主战场中边境县数量和世居少数民族最多的片区，扶

贫开发与区域发展任务十分艰巨。

教育部作为定点联系滇西边境片区的单位，高度重视滇西山区的区域发展和扶

贫开发工作。教育部领导多次带队深入边境山区进行调查研究。在广泛深入调查研



究的基础上，制定了《教育部定点联系滇西边境山区工作总体方案》。该方案对滇

西边境山区资源丰富而教育落后这一点状况，围绕重点解决素质型贫困这一难题，

着力探索通过人力资源开发促进片区区域发展和群众脱贫致富的道路，将滇西边境

山区建设成为人力资源开发扶贫示范区。根据《教育部定点联系滇西边境山区工作

总体方案》，教育部及时制定了支持滇西边境山区和云南教育改革与发展的行动计

划；组建了滇西产业—教育联盟，成立了云南校企合作促进会；开通了滇西开发网；

实施了滇西 10 州市干部挂职联系制度；在云南大学建立了滇西发展研究中心作为滇

西边境山区扶贫开发工作的综合性机构。这一系列工作的开展，使滇西边境山区的

区域发展与扶贫开发进入了新的阶段，极大地促进了区域内经济社会的发展。

为更好地服务于滇西边境山区区域发展和扶贫开发工作，根据教育部定点联系

滇西扶贫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工作要求，云南大学滇西发展研究中心组织各方面力量，

对滇西边境山区进行更大规模和更为全面的调查研究。“滇西边境县研究书系”就

是这项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该书系包含绿春县、金平县、河口县、澜沧县、

江城县、孟连县、西盟县、景洪市、勐海县、勐腊县、腾冲市、龙陵县、芒市、陇川县、

盈江县、瑞丽市、福贡县、泸水县、贡山县、镇康县、耿马县、沧源县等 22 个边境

县市分卷。各卷主要内容有地方社会与文化、经济与特色产业开发、资源环境与特

色能源开发、教育发展、沿边开放开发等，目的是全面反映滇西边境县市情况，宣

传和介绍滇西，探索滇西边境县市发展路子，为国家扶贫开发和决策咨询服务。

本书系研究项目是在教育部、云南省委组织部、省教育厅、省扶贫办的关心下

开展的。研究过程中得到了滇西边境各县市县委县政府及教育部滇西挂职干部的大

力支持，经云南大学出版社的推介，列入了“‘十二五’国家重点出版物规划项目”。

在此，谨向大家致以衷心的感谢！我们相信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滇西边境山区

的发展一定会取得辉煌成绩，滇西边境山区的明天一定更加美好！我们也将不断努

力，争取拿出更多、更好的成果服务于国家扶贫开发战略，有更多的成果反映滇西

边境山区的发展与变化。



目   录    Contents

1

第一章    地缘与区位 / 001～032   

第一节    自然地理区位 / 004 

第二节    地缘特征与区位优势 / 013

第二章    社会与文化 / 033～060

第一节    人口结构及其贫困状态 / 034

第二节    劳动力市场及人力资本建设 / 041

第三节    社会保障及公共服务体系 / 044

第四节    城镇化建设及民族文化传承 / 050

第三章    经济与特色产业开发 / 061～094

第一节    经济结构 / 062

第二节    金融产业 / 070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2

第三节    特色资源产业 / 072

第四节    边境贸易及外向型特色产业开发 / 089

第五节    知名企业及重要产业建设 / 091

第四章    资源环境与特色能源开发 / 095～132

第一节    生态环境 / 099

第二节    矿产资源及能源结构 /105

第三节    水利水电资源 / 108

第四节    清洁能源开发与利用 / 112

第五节    生态环境 / 114

第六节    矿产资源 / 120

第七节    能源发展 / 122

第八节    水利资源 / 125

第九节    水电资源 / 129



3

第十节    特色能源开发发展思路 / 131

第五章    教育发展 / 133～152

第一节    学前教育 / 137

第二节    义务教育 / 139

第三节    高中教育 / 144

第四节    职业教育 / 147

第五节    国门学校与跨境教育 / 149

第六章    沿边开放开发 / 153～166

第一节    口岸建设与边境贸易 / 154

第二节    跨境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 161

第三节    跨境合作 / 165



4

附    录 / 167～170

附录一：泸水县主要产业经济分布图 / 168

附录二：2010-2013年主要经济指标 / 168



001

第
一
章    

地
缘
与
区
位

县

地缘与区位



002

滇
西
边
境
县
研
究
书
系

◎六库全景



003

第
一
章    

地
缘
与
区
位

县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004

滇
西
边
境
县
研
究
书
系

第一章  

地缘与区位

◎大美怒江

第一节    自然地理区位

素有“摆时之乡”美誉的泸水县地处云

南省西部偏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南部，位

于东经 98.85，北纬 25.85。该县地处享有“东

方大峡谷”美誉的怒江大峡谷南端纵谷区，

东部的怒山山脉（泸水段俗称碧罗雪山）与

西部的高黎贡山山脉夹怒江由北向南纵贯全

境。泸水县东与兰坪、云龙两县相邻，南接

保山市隆阳区，西与腾冲县和缅甸联邦共和

国毗邻，北连福贡县。

区划与人口

泸水全县国土面积为 3203.04 平方公里。

县域东西横距 58 公里，南北纵距 95 公里，

国境线长 136．24 公里。全县辖六库镇、鲁掌

镇、片马镇、老窝镇、上江镇、大兴地镇、

称杆乡、古登乡、洛本卓乡，共 6 镇 3 乡，

71 个村民委员会，4 个社区居委会 ,833个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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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山人家

然村。截至 2011 年底，全县户籍人口 174482

人，其中非农业人口 31116人，占总人口的

17.83%。境内居住着傈僳、白、彝、景颇、

汉等 21 个民族，少数民族人口 154225人，

占总人口的 88.39%。

地势与河流

全县地势北高南低，呈“V”字地形。

地势最高点为称杆乡境内的丫偏山峰，海拔

4161.6 米，最低点在上江乡的石头寨，海拔仅

738 米，最大高差达 3423.6 米，相对高差 2500

米以上。境内地表水系发育，主要河流有２０

条，分属怒江水系和伊洛瓦底江水系。怒江境

内主要的地表河流，多年平均流量为 1840 立方

米每秒。怒江由北向南通过泸水县，县境内全

长 109.6 公里，平均宽 120.6 米，流域总面积共

2224 平方公里，占全县总面积的 94.9%。怒江

水系在县境内切割较深，其次级沟谷主要呈东

西向分布，平均每隔 3.3 公里就有一条支流。

气候特征

泸水县气候属于南亚热带山地季风气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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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独特的地形地貌，具有较完整的立体气

候，地形气候、 地方性气候和局部性小气候

十分突出，有“一江、两山、三气候”，“一

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之说法。全境气候

因海拔差异，境内气候从垂直方向大体分为

亚热带、温带、寒带等 7 个气候带。

泸水的气候特征明显，受季风影响，形

成干湿分明、雨水丰富、分配不均、异常年

突出的特点。一般从 11 月到次年４月，县

境上空受来自伊朗高原、巴基斯坦和印度北

部大陆温暖干燥的西风气流的控制，形成干

季，平均相对湿度在 54%—65% 之间。5—10

月为湿季，此间，主要受来自印度洋、孟加

拉湾等地西南季风气流的影响，暖湿的西南

季风气流深入县境上空，与南下的北方冷空

气相遇，加上其他气候因素的作用使县境产

生降水并渐趋增多，整个湿季的相对湿度在

69%—88%之间。在地形阻挡下，降雨量呈

现随海拔的增加而增大的趋势，且高黎贡山

迎风坡多于背风坡、高黎贡山背风坡多于碧

罗雪山迎风坡， 西部大于东部、北部多于南

部。每年的 5—10月的雨季，降雨量占全年

总降雨量的 80%。据降雨资料分析，1979 年、

1989 年、1997 年泸水县降雨量偏多，且降雨

◎怒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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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导致该县地质灾害强度、频度增高。

森林资源

泸水县境内由于海拔高差悬殊，气候垂

直变化大和受西南季风等的影响，使得森林

资源丰富多样。境内共有５个植被类型：常

绿阔叶林、落叶阔叶林、针叶林、竹林和灌

木丛。虽然森林覆盖率较高，但分布不均匀，

主要分布在无人居住区，如高黎贡山自然保

护区、高海拔地区、林场等。在山区村庄的

附近，由于人口多耕地少，开荒种植，再加

上地质地形原因，较易引发滑坡、泥石流、

崩塌等地质灾害。

历史沿革

泸水县西汉时属益州郡的比苏县；东汉、

西晋、东晋时属永昌郡；宋代属金齿郡；明

末清初置老窝、登埂、卯照、鲁掌、六库五

土司，分属大理府的云龙县及永昌府的保山

县；民国 2 年（公元 1913 年）为边防需要，

将五土司地设为泸水行政委员区，仍保留土

司制度，隶属腾越道。民国 18 年，云南沿边

◎森林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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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设置督办，泸水属第一殖边督办公署（驻

腾冲）管辖。民国 21 年，改设泸水设治局，

仍属腾冲督办公署。民国 26 年抗日战争爆发

后，泸水先属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后

属第十二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驻保山）。

民国 37 年 1 月，泸水由十二区改属第十三区

行政督察专员公署（驻维西），同年 11 月又

划回归第十二区管辖。

1950 年 1 月 13 日泸水宣布和平解放，同

时成立泸水人民临时政务委员会，设署于鲁

掌，同年 6 月 1 日成立泸水设治局，隶属于

保山专区。1951 年 2 月，成立泸水县人民政府。

1954 年，怒江傈僳族自治区成立，泸水由保

山专区划归怒江区管辖。

1954 年 6 月保山县上江区（乡）划归泸

水县，即为今天的上江镇。1961 年 6 月 4 日，

根据《中缅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和《中缅

边界条约》的规定，中国政府正式收回片马，

成立片古岗特区，隶属丽江专区，1966年 9

月划属泸水县，成立片马乡，即为今天的片

马镇。1978年 11 月云龙县老窝公社（老窝

白族乡）划归泸水县，即为今天的老窝镇。

1986 年碧江县建制撤销，其地北部架科底区、

子里卡区、匹河区并入北边的福贡县 , 南部古

登区、洛本区并入泸水县，即为今天的古登乡、

洛本卓乡。至此，形成了泸水县管辖 9 个乡

◎六库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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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的地理行政格局。 

泸水县现隶属怒江傈僳族自治州。2004

年 1 月 5 日，民政部批准（民函 [2004]1 号）：

将泸水县人民政府驻地由鲁掌镇迁至六库镇。

泸水县为怒江州州府所在县，州、县党政驻

地同为六库。

泸水县的部分乡镇简介

六库镇位于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南

部，是泸水县、怒江州的州政府所在地。这

里地跨高黎贡山东麓至碧罗雪山西麓的怒江

两岸，东与老窝乡相邻，西与缅甸接壤，北

接鲁掌镇，南连上江乡。怒江纵贯其间，江

东是政治商业中心，江西是文化区。

白族人说，过去这里是珍禽异兽穴居的

地方，土司官常在这里下扣打鹿所以叫“鹿

◎日新月异的六库新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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